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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基层治理要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引领和统筹作用。整体性赋能治

理融合整体性治理理论与赋能型治理的基本原则，即政府整合开发治理资源、扩大治理授权、激发主体

活力；通过信息技术改革，提高治理素质、强化治理能力，实现治理元素和资源的统筹调配；激发治理

过程各环节内生动力、构建协同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目标的活动。整体性赋能治理实现治理体制、治

理主体、动态环境的整合，通过授权赋能、制度赋能、技术赋能等赋能途径，推动资源聚合，强化基层

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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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realize grassroots governanc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ership and overall role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Holistic em-
powering governance integrates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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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ing governance, namel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governance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governance mandate and the stimulation of the subject;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for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governance, achieve the integrated 
allocation of governance elements and resources; activities that stimulate momentum within all as-
pects of the governance process 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mmunity to achieve gover-
nance goals.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subject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authorization empowerment,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and technolo-
gic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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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层社会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基层党组织、政府组织建

设、增强为民服务能力是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保障的基本要求之一。同时，

通过有效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任务，也是充分发挥地方

政府引领统筹、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碎片化”以及实现整体性治理的重要目标与任务。 
在实践中，基层治理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服务需求多样化、供给渠道单一、权责结构碎片化等特

征和问题。通过将整体性治理理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进行整体性赋能，构建“协同治理体系”，能够

有效促进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当前，各地各级政府通过整合治理资源，实施赋能型社会整体

治理实践案例层出不穷。例如：山东广饶县，县政府通过整合部门权力，通过下放事权、保障财权、赋

予“考评权”等，充分考虑权力的“供给侧”，保障“权力”的精准下放，实现权力赋能，充分加强了

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建设“仁里集”大数据平台，聚合分散信息数据资源，构

建整体性服务平台，将数字化平台与乡镇便民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实现基层治理数字赋能[1]。这些基

层镇政府通过下放事权、建设服务平台的改革实践实现了对基层治理的赋能，以达到优化基层治理效果

的目的。然而既有研究尚未针对分散化的赋能型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聚合，探究整体性赋能思想

对于加强基层治理实践的促进作用极为必要。 
我们重点关注“赋能型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两者关系整合的基础上，尝试

探究两种治理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通过研究其理论的基本思想，针对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整体性赋能治理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与实现方式。 

2.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呈现出视域全面、时代品质、开放体系、成熟体制、形态稳定、

方式规范等特征和要求[2]。然而基层治理始终未能构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缺乏整体性、制度化的

治理体系建设，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3]。希克斯(2002)针对政府部门内部以及各部门之间分析“碎

片化”的表征，认为“碎片化”是指政府部门职能、权责的一种分割状态，具体表现政府部门内部各类

业务之间的分割，一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割，或是一级政府间的分割[4]。江必新(2014)则将在综合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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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碎片化”的定义基础之上，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将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定义为社会的横向

专业分工与纵向的权责划分，致使社会阶层分层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出现的治理理念相排斥、治理结

构不能正常衔接、治理能力弱化无效等社会治理秩序失范的状态。同时从治理“碎片化”的具体表现方

面，孔娜娜(2014)通过分析部门职能分工与公共服务业务之间的分割，得出社区公共服务“碎片化”主要

表现在服务信息、服务方式、服务流程等方面，而正是由于刚性的职能分工和部门利益需求、权力关系、

软预算等是导致这类“碎片化”的根源[5]。结合不同学者的定义，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就是由于基层

治理中存在的自利性治理思维、治理制度缺乏协同、责任性主体治理手段与多元利益格局之间的冲突，

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结构功能、治理主体之间条线对接、治理手段和项目缺乏联动等治理格局分散

的紊乱状态。基于此，通过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适用性，从基层治理的宏观制度设计出发，分析

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赋能的可能性。 

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强调需要加强治理的“整体性”[6]。整体性治理理论起源于外国学者希克斯，

他通过分析政府部门之间的“碎片化”特征，认为逆部门化和碎片化、大部门式治理、重新政府化、恢

复或重新加强中央过程、网络简化等实现重新整合的重要途径[7]。整体性治理思想，即政府通过互动信

息的搜寻与供给，通过搭建数据库为治理人员提供一站式服务，重塑从结果到结果的服务过程以实现政

府各部门职能的整体性聚合，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互通，达成整体性治理的效果。在基层治

理中，整体性治理要强化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调或整合[8]。同时也要加强基层治理的手段和项目的

整体化建设，通过实施利益治理，将现实利益进行过渡，改善项目进村的不合问题，将治理资源供给和

各类需求放置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实现精细化的治理资源配置[9]。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整体性治理

是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强调了整体与合作，能够很大程度上克服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碎

片化、空心化问题，改善政府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进而实现治理的战略性、协同性、共生性等，为

实现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提供可能[10]。从政府组织角度，整体性治理实质就是强调政府的“元治理”角色，

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组织依旧扮演着领导、统筹角色，但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以及普

通民众等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需要将各类主体置于统一制度架构内，明确各级主体权责，

针对性的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 

通过破除基层治理的碎片化，融入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思想，进一步加强赋能型治理建设。赋能型治

理通过调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强化主体的治理素质和治理能力，建设协同有序、高

效稳定、动态活力的治理共同体，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效能[11]。当前，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赋能手段，

从实现社会治理的各种路径诠释了赋能基本可能性。第一，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数字赋能研究。城市治

理的数字化工具主要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通过将有关治理的分散信息进行聚合，

将信息数据转化为可供分析的治理方案，从而建立起跨部门的联动协调机制，调动治理资源实现精准化

治理[11]。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从思维逻辑、决策方式和管理模式上，突破了治理的传统模式，

将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感知、传输、处理、反馈等技术过程和信息反馈的思想紧密结合，实现智能发展和

基层治理的共融，为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支撑，助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第二，关

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授权赋能研究。授权赋能包括从心理层面实施的心理赋能和从管理与决策层面实施的

领导行为赋能[13]，而基层社会治理还包括了组织层级的授权赋能，建构“一个基层党组织进行领导和统

筹核心体系，以及社区自治体系、社区社会组织协同体系和社区居民参与体系的多元治理体系”的成都

社区治理模式，从组织建设、组织辐射范围、治理能力等角度实现组织赋能的效果[14]。已有研究对赋能

治理的多样化实现方式进行了基本的探究，全面的阐述了赋能对于提高治理成效的重要意义，但其分析

中较少将整体性治理理论和赋能理论进行结合。 

鉴于基层治理的碎片化特征和整理性理论对于治理体系制度化的明显优势，研究如何强化基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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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分析其整体性赋能的现实需要为切入点，采用“基层治理主体

—基层治理对象—基层治理动态”的分析框架，以成都市龙泉驿区的社会治理实践为分析案例，将治理

体系中的主体力量、治理对象、动态环境等置于统一分析，探讨基层治理如何摆脱“碎片化”的困境，

整体性赋能治理对基层政府服务供给的作用以及如何促使基层治理产生内生管理动力、规范组织参与治

理行为、扩大公众参与治理途径等有效机制。实现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协同治理基层事务、共建

基层机制共同体，实现基层治理力量、资源的有机整合。 

3. 整体性赋能治理与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证实整体性赋能治理对于强化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至少需要回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什么

是整体性赋能，其基本内涵与特征是什么？第二，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3.1. 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整体性治理是源自西方(英文原词：holistic governance)，由安德鲁·邓希尔(Andrew Dunsire)提出

的整体性治理概念是针对二战之后政府功能扩大，需要对政府的职能进行协调和跨功能性合并，保障

政府职能协同性运作的基本要求而提出[15]。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公开表述，则是学者佩里·希克斯首

先提出，希克斯针对政府功能碎片化给治理带来的诸多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措施，延变而成整体性治理

理论。 
赋能型治理虽借鉴国外“赋能”的基本思想，但其概念的完善主要源自于国内基层治理实践以及学

者广泛进行地研究。有关“赋能”的诠释，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见解。数字化赋能、技术赋能、厚数据

赋能等多种“赋能”资源解释层出不断[16]。关于“赋能型治理”，何得桂等(2021)定义其为“通过深入

挖掘、灵活应用治理资源，激活治理要素，激发和强化多元治理主体自身的活力和能力，以赋能激活和

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既定治理目标”[17]。 
本文中“整体性赋能治理”包括了整体性理论和赋能型治理的基本原则，指政府整合开发治理资源、

扩大治理授权、激发主体活力，通过信息技术改革、提高治理素质、强化治理能力，实现各类资源的统

筹调配、激发治理过程各环节内生动力，构建协同治理共同体，实现治理目标的活动。 
整体性赋能治理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从治理主体角度，整体性赋能治理的主体的政府组

织，从宏观整体实现资源的整合，同时在组织之间、组织内部部门之间下放权力，其他治理主体实现协

调和管理，从而调动治理活力。从治理途径的角度，整体性赋能治理主要通过利用信息数据，将数据进

行统筹、分解，实现技术对治理需求的分析与治理资源的配置，实现精准化、集约化的治理。 

3.2. 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逻辑 

基于整体性理论和赋能治理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逻辑包括“整体性赋能主体、

整体性赋能形式、整体性赋能结果”三部分主要内容，即整体性赋能予谁，如何实现整体性赋能，整体

性赋能的目的(如图 1)。 

3.2.1. 整体性赋能主体 
基层社会治理包括多元治理主体，基层政府组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基层治理服务的领导核心

和行动指南，囊括了基层治理服务的权力、资源、意志，具有统筹性和整体性的，基层政府的作用发挥

与否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的成败。当前，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除管理等基本职能外，最主要的就

是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为其他主体力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提供服务，发挥服务势能。整体性

赋能的主体是基层政府，政府组织同时也是接受整体性赋能的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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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asic logic of holistic enabling governance 
图 1. 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逻辑 

3.2.2. 整体性赋能形式 
整体性赋能的过程就是整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综合利用多样化治理资源、发挥基层治理势能的过

程，从整体把握治理的原则，宏观分配资源，调动各种治理要素与资源，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实现对基

层政府主体治理行为的赋能[18]。其中，实现基层政府服务的整体性赋能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通过对基层政

府的权力下放，实现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任免权”的整体性运转，减少其层级节制，实现权力自

主化。其次，就是通过网络技术赋能，构建完善信息技术平台，聚合信息资源，形成整体服务供给系统，

将分散的服务供给集合。最后，通过制度赋能，完善服务体制，实现治理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从制

度层面实现对治理过程中政府服务的保证。 

3.2.3. 整体性赋能结果 
整体性赋能治理主要针对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资源分

散、项目冗杂、需求多样、模式单一等问题进行综合考量，依托制度化的设计与整体性的协同，强化基

层政府的服务职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4. 案例描述：强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龙泉驿区实践 

为更好地分析整体性赋能治理，本文选取成都市龙泉驿区社会治理创新治理实践为案例[19]，依托于

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逻辑阐释政府治理服务职能强化的实现方式。龙泉驿区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战略要塞，是成都市“11 + 2”中心城区，该区总面积约为 557 平方公里，管辖 10 个街镇乡，近 123 个

村(社区)，常住约人口 140 万。该示范区长期存有产强城弱、社会建设、民生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

的问题。为此，龙泉驿区政府以改革民生服务供给为突破口，转变政府包揽的思维模式，实现民生服务

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数字+”智慧赋能，切实增强乡镇服务与基层治理能力。 

4.1. 强化政府民生服务的整体性供给，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 

龙泉政府通过整合部门服务职能、优化服务布局、强化服务职能、营造服务场景、落实服务保障、

调节服务供给端、增加服务投入、实现治理服务的供需均衡。 

4.1.1. 整合乡镇民生服务管理 
通过《龙泉驿区街道(乡镇)职责清单》，重点突出乡镇统筹公共服务、社区发展、综合管理、优化营

商、社会治安的五大职能责任，明确乡镇服务管理的 21 大项 114 小项职责；向乡镇下沉下放权力和管理

服务事项 63 项，积极扩大乡镇服务管理权限；按照“6 + X”优化重构乡镇组织架构。 

4.1.2. 优化乡镇民生服务布局 
深入实施乡镇(街道)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按照区域覆盖、制度统筹、标准统一的要求，以服务

半径、服务人口、资源承载为基本依据，打破城乡界限，增设片区政务服务中心，引导教育、文化、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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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社保、民政等部门优势服务资源向乡镇延伸，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提升城乡民

生服务能力。 

4.1.3. 营造乡镇民生服务场景 
高起点规划建设 100 个“15 分钟公服圈”，全力推进洛带镇传统文化主题、山泉镇城市森林公园、

洪安镇现代农业产业等场景营造。“优形态”重塑空间场景。坚持集中连片打造，完成 68 个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提档升级”和亲民化改造，200 余个老旧院落升级改造。“兴业态”做强产业场景。强化生活

和消费场景叠加，推进洛带镇传统文化产业、山泉镇城市森林公园旅游产业、洪安镇现代农业产业等产

业场景打造。“强文态”营造文化场景。深度发掘乡镇地域文化特质，建成西河客家乡愁记忆馆、大运

会主题游园、大运会文化长廊等文化场景。“塑生态”构建公园场景。推动构建乡镇立体化绿化空间，

2019 年新增绿道 35 公里、小游园·微绿地 32 个、生态植绿 1.6 万亩。 

4.1.4. 夯实乡镇民生服务保障 
健全区对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公共服务领域，形成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共

同参与的多元化筹资机制，2019 年财政转移支付 17.03 亿元。完善村级运转经费保障机制，设立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专项资金和激励资金，2019 年资金达到 1.23 亿元。建立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对乡镇政府服务

能力建设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给予扶持奖励，2019 年扶持奖励达 1000 余万元。 

4.2. 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协同，以协同优化供给 

建设协同机制，通过联合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各层级信息平台，建设救助、供给、协同平台，进行

服务载体化，形成“共同体”式治理服务供给。 

4.2.1. 构建大救助平台，提升乡镇民生兜底能力 
建立了“党委引领，政府救助兜底负责、社会援助有效补充，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的“1 + 2 + N”

多元参与的社会救助平台，实现政府救助与社会援助无缝衔接。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

的社会化运行模式，建立区级社会关爱援助中心 1 个，镇(街道)中心 10 个，村(社区)服务站 127 个，形

成了“两级中心，三级网络”的社会关爱援助体系，实现精准识别救助对象、精准评估救助需求、精准

制定帮扶方案、精准对接社会资源。 

4.2.2. 构建大供给平台，提升乡镇民生服务专业能力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出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实施意见》《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办法》

等系列文件，加快购买服务“四化”(服务目录清单化、服务购买项目化、招标采购规范化、绩效评估科

学化)建设，明确购买服务资金中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0%，全区每年投入 1.1 亿元购买

社会组织服务。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每年投入 1300 余万元实现镇(街道)、村(社区)民政管理员、协理

员全覆盖，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4.2.3. 构建大协同平台，提升乡镇民生服务整合能力 
构建社会组织链接资源、社工人才专业引领、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大协同平台。提升社会组织

承载能力，出台社会组织培育发展“1 + 6”系列制度，建立社会组织区、镇、村三级孵化体系，社会组

织达到 627 家，城乡社区自组织覆盖率达到 100%。挖掘社工人才专业潜力，出台推进社会工作发展“1 + 
7”系列文件，实施社工英才计划，全区镇(街道)配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525 人。建立群团组织、“枢纽

型”协会、辖区单位等社区伙伴协同机制，推广“社工 + 义工”联动模式，建立志愿者队伍 1600 余支，

鼓励公益企业、社会组织认证为社会企业，通过社区集市、共同购买等多种形式建立社区微基金 4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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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金 253.80 万元。 

4.3. 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技术赋能，以技术促进高效 

新兴信息技术的使用是为基层政府治理“赋能”的最优选择，龙泉驿区通过构建“一网同”的形式，

将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城市运行等诸多功能实现聚合，将信息终端直接呈现，加强治理主体之间的沟

通，增强服务供给势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4.3.1.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建成区政务云平台，集“多端申报、一网受理、协同办理、综合管理”于一体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终端实现乡镇配置全覆盖。聚焦群众使用频率高的办理事项，向群众开放政务数据资源 69 类，推动电子

证照、电子印章和电子档案应用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推进减环节、减证明、减时间、减跑路次数，

提高“网上办”水平，打响网络理政“蓉易办”政务服务品牌，实现“政务一网通办”。 

4.3.2. 生活服务一网通晓 
乡镇以建立智能化社区生活服务体系为方向推动“完整社区”建设，积极推广教育、就业、养老、

文化、体育等领域智能服务普惠应用，构建云端集成、智能生活、科技时尚的社区现代生活场景。比如，

通过搭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统筹管理全养老生态链，对辖区内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实行 24 小时动态监

管，实现管理全覆盖、云监管。 

4.3.3.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乡镇依托区大数据中心智慧服务平台，完善了线上线下合一、前台后台联动的综合服务模式，打造

统一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形成统一的城市运行视图，推动 25 个信息系统“一网统管”。并着力构建七大

数字城市新空间，完善四防设施、智能门禁系统、门卫可视对讲系统等，直接与乡镇大联动指挥中心互

联互通，实现“大联动·微治理”，做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5. 案例分析：整体性赋能治理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促进 

根据整体性赋能治理的基本逻辑以及对龙泉驿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描述，在龙泉驿区基层政府改

进服务过程中，基层政府作为实施主体，呈现出赋能协同体制，实现规范化治理；功能分区赋能，采取

板块化治理；信息数据赋能，利用大数据治理；多元主体赋能，形成整体性治理。将服务体制、功能分

区、数据信息等四类要素进行凝结，采用赋能手段，实现治理实践的创新。 

5.1. 协同体制赋能，进行规范化治理 

在强化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实现协同机制的赋能，需要看到区域协同面临的体制困境，即面

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法律体制、权利地位不同所导致的公平性问题[20]。针对存在的诸多困境。首先，要

建立党建引领的核心管理机制。基层党建，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治关系的重要之举，也是推动

制度建设的关键。基层党建是实现凝聚基层社会力量、整合基层社会资源、动员社会主体的关键。强化

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统筹之能。其次，健

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基层治理涉及多元主体，要建立健全治理“协商”机制，实现主

体之间的交流沟通。例如，龙泉驿区采取的“1 + 2 + N”机制和“两级中心、三级网络”即是通过建立

协同机制，建立治理对话平台，充分发挥治理主体功能，实现规范化治理。 

5.2. 功能分区赋能，采取板块化治理 

不同功能性的分区能够针对具体化的治理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措施。不同的功能分区形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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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架构，提供精细化、集约化的资源利用。建设功能性分区，划分不同治理区域，实现治理职能的宏

观布局。进而实现分区赋能，对各功能分区下放不同的管理事权、财权等，实现权力的“因地制宜”。

不再简单化的下放权力，而是实现权力的精准化授予，提高整体服务效率。例如，龙泉驿区建设大型服

务中心，统筹片区，同时，设置“6 + X”组织架构，实现“半径式”治理服务，统筹服务设施布局，实

现优势服务资源从优势区域向劣势区域的过渡与衍生。 

5.3. 信息数据赋能，善用大数据治理 

信息资源的不断丰富和大数据系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当前，信息化逐步转为数字化，数字时代的

到来为传统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了机遇，促使信息化技术不断融入到治理过程中[21]。“运用数据”是基层

治理和服务供给的基本理念。信息数据的聚合利用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整体效率，通过建设信息化平台和

数据服务系统，实现数据赋能，打破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互通，促进治理要素转化为治理势

能，推动基层治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例如，龙泉驿区建设救助、供给、协同三大平台，充分利用信息

数据，实现信息资源的整合，推动信息要素之间的流动互通，建设信息壁垒，助推政府实施治理过程中，

直面治理需求，掌握治理动态，提升信息处理能力，优化主体结构，及时进行治理反馈。提升基层政府

的服务的整体效能。 

6. 结语 

提高基层治理，促使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将碎片化的基层治理主体

力量和治理项目进行整合，透过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针对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治理

理念、供给方式、权责结构的碎片化等问题，从党建引领、协同组织、动态治理的角度，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的建设，从而将基层治理的引领、统筹、规划等职能要求放置到一个整体管理框架。结合现代技术

和大数据的发展，将问题信息转化为治理数据，从数据分析发展为治理规范和标准，促成治理体系的制

度化。文章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与赋能型治理的内核进行分析，提出整体性赋能治理，针对成都市龙

泉驿区的社会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整体性赋能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关注点从过

往强调基层治理需求端实施“因地制宜”型的分散治理，转移到针对基层政府的供给端实施“因时制宜”

的整体性治理。通过发挥整体效能，实现制度势能，建立整体性的治理运转机制和信息技术系统，实现

基层治理的链接、互动、高效。第二，整体性赋能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的新探讨。赋能型治理强调技术、

制度、主体等分散的具体元素赋能，其中隐含的整体优势并未得到分析和探究，制度优势能从总体进行

指挥和统筹，但其与主体、技术之间的整体性联系也可发挥新的促进作用，形成更加宏观的赋能效果。

第三，整体性赋能治理是整体性治理理论制度化的重要途径。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新公共管理时期已经出

现的治理理论，但是其制度化还有待完善，将赋能型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结合，探究赋能实现途径，推动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制度化是一次可实践的尝试。 
但是，本文仅对整体性治理理论和赋能型治理理论的意涵进行探究，解释其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实现

的意义，未能够深入探究其机制融合的实现途径，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同时，整体性赋

能治理的效力和机制、内生更新动力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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